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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天然林资源近３５年动态变化分析

汪求来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依据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８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以天然林面积、蓄积、公顷蓄积量为指
标，从总体、林种、优势树种（组）、龄组结构等方面研究了广东省天然林资源近３５ａ间动态变化，并分析了其
原因。结果表明：全省天然林面积、蓄积总体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７３％、１．５５％，其中天然林面
积呈“降—升—降”的三阶段波动变化，天然林蓄积量保持增长；天然林林种由过去以商品林为主的结构逐

步改善，生态公益林面积和蓄积比例稳步提高，到２０１２年分别达到４５．９４％和５０．４５％；优势树种（组）方面，
阔叶林面积、蓄积比例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７．６８％和４５．１７％。持续增加到目前的７０．６９％和７５．０３％，逐渐成为
主要优势树种（组）；龄组结构方面，近、成过熟林的面积和蓄积比例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２２％、８．９８％大幅增加到
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３１％、３０．９０％，但仍未改变以中幼龄林为主的格局；天然林分公顷蓄积量较 １９７８年增加了
４７．２６％，达到２０１２年的６４．３４ｍ３／ｈｍ２，林地生产力不断提高。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２年是多个指标变化的拐点，
表明导致天然林资源变化的主要因素为经济形势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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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汪求来（１９８２），男，森林经理学在读博士、林业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资源监测、森林生态状况监测、林业遥感等方面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８４３３８９６２＠ｑｑ．ｃｏｍ。



天然林又称自然林，包括自然形成与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萌生所形成的森林。它是陆地上结构最复杂、

功能最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维持物种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稳定、调节森林碳汇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１２］。在全球工业时代到来之前，地球上的森林几乎全部为天然林，人类干扰很少。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

人类对土地和林木资源的巨量需求，导致天然林资源迅速减少。到１９９６年，全球天然林面积为３０．４４亿
ｈｍ２，比８０００万年前减少６０．４４％［３］。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大量森林被当作工业材料而

遭到过度采伐，天然林面积和质量下降明显。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灾引发了保护天然
林资源的大讨论，国家和各地政府相继实施天然林保护措施，包括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立自然保护

区和森林公园、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目的是解决天然林的修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

最终实现林区资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２３］。

国内对天然林的动态变化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林分为研究载体，对天然林林分结构因子、种群

数量与结构、土壤肥力和微生物、林下凋落物等动态变化［４９］；二是以区域天然林总体为对象，多研究区域天

然林资源动态变化［１０１８］。国内对天然林资源动态变化研究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丁长春［１０］分析史料和

林业志，简述海南热带天然林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针对不同区域天然林

资源现状、分布、动态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目标是掌握天然林资源的本底、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等，制

定合理的保护措施［１１１８］。对天然林资源的动态变化研究，有助于了解天然林资源变化的原因，从而可以通

过人为调整来使天然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和格局更加趋于合理［１６，１９］。研究区域范围按从大到小，主要

有全国、片区、省域、县域等，研究方法按不同数据源主要有四类，包括基于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１１１３］、基

于一、二类调查或补充调查［１４１５］、基于遥感数据［１６１７］、基于历史和文献资料等［１０，１８］。基于历史和文献资料，

可以分析建国以来甚至更早期的天然林状况，动态研究间隔期长，多为定性分析和简单的数量分析；基于森

林资源一、二类调查数据，从数量、结构、质量等多方面对天然林资源动态分析，间隔期以收集到的调查资料

为准，多为２０～４０ａ，综合历史资料可增加动态研究的间隔；基于遥感数据在间隔期上已获取到的遥感数据
为准，实际间隔期不超过３５ａ，受遥感数据信息提取技术的限制，定量分析能力较弱，多作趋势性定性分析。
由于各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相对齐全，数据受认可程度较高，多用于区域森林资源现状和动态变化分析

研究［２０２３］。广东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于１９７８年建立，当年开展初查，１９８３、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和２０１２年先后进行了７次复查，资料较完整。因此，本研究以广东省８期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成果为基础，分
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间全省天然林资源动态变化及其原因，为制定天然林保护措施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广东省位于２０°１３′Ｎ～２５°３１′Ｎ，１０９°３９′Ｅ～１１７°１９′Ｅ，陆地面积为１７．６８万ｈｍ２。全省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北部多为山地和高丘陵，南部多为平原和台地。全境河流

水网发达，集水面积在１００ｋｍ２以上的河流有５３２条汇入珠江和韩江两大水系。土壤随纬度由南至北呈有
规律的地带性变化，以北纬２２°、２４°和２６°为界，分为磷质石灰土地带、砖红壤地带、赤红壤地带和红壤地带。
全省属东亚季风气候，光、热和水资源丰富，平均日照时数为１７４５．８ｈ，年太阳总辐射量在４２００～４５００
ＭＪ／ｍ２，年均气温在１９～２４℃，年均降水量在１３００～２５００ｍｍ。地带性原生森林植被有中亚热带典型常绿
阔叶林带、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带和北热带季雨林带。由于长期人为干扰导致广东省森林植被呈次生

特征，主要次生植被类型有热带季雨林、红树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

林和针叶林。至 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林地面积为 １０７２．４４万 ｈｍ２，森林面积 ９０６．１３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
５１．２６％；活立木总蓄积３７７７４．５６万ｍ３，其中森林蓄积３５６８２．７１万ｍ３。天然林资源面积占全省林地面积
的３６．０５％，天然林蓄积占全省活立木蓄积的５３．６２％［２４］。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汇总结
果［２５］，同期广东省天然林面积和蓄积分别占全国的３．０９％和１．６９％。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资料主要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共８期广东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和调查成果报告。
另外，还参考了《广东林业志》，收集广东省多年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灾害等本底资料，梳理、筛选

出若干信息，供辅助分析。运用数理统计原理、计算机统计、图表分析和连续对比等方法［２３］对天然林资源的

面积、蓄积、组成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和评价。本研究中天然林指天然起源的森林，包括天

２ 汪求来 ：　广东省天然林资源近３５年动态变化分析



然起源或自然更新的乔木林（林分）、竹林、经济林和灌木林，但在作林种、优势树种（组）和龄组等结构分析

时，天然林则仅限于天然乔木林（林分）。由于多期连续清查的地类划分标准不同，为保持数据的连续可比

性，统一地类标准：前５次复查，未划分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在计算天然森林面积时，统一以灌木林地代
替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２０］。为使数据与广东省各期一类清查所公布的数据保持一致，文中天然林数据优

先采用广东省各期一类清查成果表，成果表中未提供的数据由连续清查的样地和样木基础数据计算而得，其

它历史数据则通过查询资料获取。

３　天然林资源动态变化

３．１　广东省天然林资源总体数量与质量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广东省天然林面积和蓄积变化趋势如图１所示，呈波段性变化。近３５ａ间，天然林面积

以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２年为拐点呈三阶段变化；天然林蓄积以１９８３年为界，变化表现为先降后升。第一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为天然林资源消耗期，天然林面积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０６．２６万 ｈｍ２下降到 １９８３年的 ２７０．３９
万ｈｍ２，年均减少２．３４％，天然林蓄积则由１３２６５．０７万ｍ３减少到１０８２３．０１万ｍ３，年均减少３．６８％。第二
阶段１９８３—２００２年的近２０ａ为天然林资源恢复期，以１９９２年为界，呈先快后慢的趋势。期间，天然林面积
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４６５．８０万 ｈｍ２，蓄积则增加到１７６１４．１０万 ｍ３，分别增加了７２．２７％和６２．７５％；１９８３—
１９９２年天然林面积年均增长率为６．７７％，显著高于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的０．７１％。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天
然林面积再次呈下降趋势，全省天然林面积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８１．８３万 ｈｍ２，下降幅度为１８．０３％，蓄积则较
２００２年持续增加了１４．９８％。

图１　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天然林面积和蓄积量动态变化趋势

总体上，全省天然林面积和蓄积在近３５ａ中分别增长了２４．６８％和５２．６８％。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全省
天然林近八成分布在粤北及周边地区，其次是珠三角地区，东、西沿海地区分布较少。２０１２年，天然林面积
和蓄积在粤北及周边、珠三角、粤东和粤西的分布比例分别为７７．９６∶１３．５７∶３．２４∶５．２３和８２．２６∶１２．１１∶
１．６６∶３．９７。

全省天然乔木林的蓄积量同样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天然乔木林蓄积减少了
２１１１．１３万ｍ３，年均净减率为３．５４％。林业“三定”和“十年绿化广东大行动”之后，天然林逐步恢复，林木
自然生长进阶，天然乔木林的蓄积量逐渐增加，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间，年均净增率为２．５６％；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为
快速增长期，年均净增率达到３．３７％，这主要是因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期间形成的天然中幼龄林进阶，近、成过
熟林长时间自然增长，消耗量受到严格控制。

公顷蓄积量是反映森林质量的重要指标［１２］。从图２可看出，全省天然乔木林公顷蓄积量呈先降后升的
变化趋势。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间，天然乔木林公顷蓄积量由４３．６９ｍ３／ｈｍ２下降到３５．０７ｍ３／ｈｍ２，年均下降０．６２
ｍ３／ｈｍ２，主要是前期大面积过度采伐和后期“拔大毛”式择伐造成；１９９２年后，广东省对林地和森林实施严
格的保护措施，实行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采伐活动明显减少，且阔叶林蓄积量持续增长，天然林分公顷蓄积

量开始恢复增长，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５．０７ｍ３／ｈｍ２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６４．３４ｍ３／ｈｍ２，增加了８３．４６％，２００２年后保
持着快速增长的水平，年均增长１．７７ｍ３／ｈｍ２。

由图２还可以看出，天然乔木林的公顷蓄积量要高于全部乔木林。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两者差距较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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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４３ｍ３／ｈｍ２；２００２年后，呈扩大的趋势，由３．６６ｍ３／ｈｍ２迅速扩大到１４．４２ｍ３／ｈｍ２。这说明，广东省森林
分类经营取得了成效，天然林逐步划为生态公益林，采取保护为主的经营方式，林分质量逐步提高，对林地和

林木的需求主要依靠商品林，造成天然林对森林公顷蓄积量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广东省天然林分公

顷蓄积量与全国、全球的差距仍较大［１，２４２５］，提升空间较大，需继续加大对天然林保护力度。

图２　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天然乔木林与全部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动态变化

３．２　林种结构变化
广东省天然林按经营目的划分为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包括用材林、防护林、特用林和薪炭林等４类。

图３显示，近３５ａ间，天然用材林的面积、蓄积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净减率分别为１．０４％和０．４８％；天然防
护林面积、蓄积不断增加，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４．４０万 ｈｍ２和 ２６．２４万 ｍ３增加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０５．５１万 ｈｍ２和
６４６０．７２万ｍ３；１９８３年前，天然特用林面积、蓄积几乎为零，从１９８８年开始，逐渐由１．４３万ｈｍ２和７９．３５万
ｍ３迅速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８．８４万ｈｍ２和３７３７．７６万ｍ３；天然薪炭林的面积逐渐减少，蓄积有所增加，但比
重均较小。用材林、防护林、特用林和薪炭林的面积、蓄积比例分别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３．７４∶１．６１∶０∶４．６５和
９９．５２∶０．２２∶０∶０．２６转变为５２．６８∶３３．５８∶１２．３６∶１．３８和４９．０３∶３１．９６∶１８．４９∶０．５２，林种结构不断优化。

图３　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不同林种天然乔木林面积（ａ）和蓄积（ｂ）

经过多年的调整，天然林的经营目的正转向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是防护林和特用林的
快速增长期，其面积、蓄积分别由１９９７年的８．４０％、９．７５％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５．７６％、３８．４７％。出现这种
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对林业的需求已由过去木材需求为主转变为对森林生态功能需求为主，政府在这一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３　优势树种（组）结构变化
广东省天然林优势树种（组）结构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变化如图４所示。针叶林面积、蓄积总体下降，分别

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５．０７万ｈｍ２、４１４４．８８万ｍ３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２５万ｈｍ２、２７６１．７０万ｍ３；阔叶林面积、蓄
积大幅增加，分别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２．８８万 ｈｍ２、５３８８．３１万 ｍ３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２２．１０万 ｈｍ２、１５１６７．４３
万ｍ３，面积和蓄积比例年均增加０．９７％和０．８８％；针阔混交林面积小幅下降，分别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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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２３９５．８４万ｍ３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８．８５万ｈｍ２、２２８５．８９万ｍ３。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面积、
蓄积比例分别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２．１４∶３７．６８∶２０．１８和３４．７５∶４５．１７∶２０．０８转变为１６．９５∶７０．６９∶１２．３６和１３．６６∶
７５．０３∶１１．３１，优势树种（组）结构明显优化。上世纪６０—８０年代对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松类的
过量采伐导致１９８３年的数据出现明显的跳动，针叶林的面积在２００７年开始大幅降低，但面积比例却在２００２
年就开始明显降低，同时，阔叶林的面积和比例均超过了５０％，成为天然乔木林的主要优势树种（组）。

图４　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天然乔木林不同优势树种（组）的面积（ａ）和蓄积（ｂ）

３．４　龄组结构变化
广东省天然林龄组结构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变化如图５所示。近３５ａ间，天然幼龄林面积、蓄积总体呈上

升趋势，年净增率分别为０．５２％和４．１１％；中龄林面积减少，年净减率为０．６１％，蓄积增加，年净增率为
０．１３％；１９８３年前，近熟林面积、蓄积较低，如１９８３年仅为０．４９万 ｈｍ２和５２．０３万 ｍ３，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进入
上升期，到２０１２年达到４２．２３万 ｈｍ２和３６８５．２０万 ｍ３；成过熟林面积、蓄积年净增率分别为 ５．１９％和
４．７６％。

图５　广东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不同龄组天然乔木林的面积（ａ）和蓄积（ｂ）

不同龄组天然乔木林面积、蓄积呈阶段性波动变化。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中幼龄林面积、蓄积比例分别在
９５％、９０％以上，主要是由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前大规模采伐，导致近、成过熟林大量消耗；１９８３—１９９７年，中幼
龄林面积、蓄积比例基本保持在８５．６７％～８６．８３％、７２．８６％～７４．０６％，主要因部分中龄林自然生长转变为
近熟林，使近熟林的面积、蓄积比例分别提高到１９９７年的９．０４％和１３．４０％；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中幼龄林面积、
蓄积比例由２００２年的９１．０６％、８４．２４％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９．６９％、６９．１０％，期间林业建设和森林保护措施
使天然林得到自我调整，中幼龄林比重逐渐降低。

虽然近、成过熟林面积比例大幅增加，但中幼龄林所占比重较大，近、成、过熟林面积蓄积比例较低的状

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从近 ３５ａ间隔期统计，前期天然中幼龄林转为后期天然近、成、过熟林的比例为
９．７１％，保留为中幼龄林的比例为３７．０７％，转为人工林、无林地及其它地类的面积比例为５３．２２％；后期的
近、成、过熟林中，面积的５１．４５％来自前期的中幼林，２０．２９％来自前期的非天然林地类。这说明，中幼龄林
自然生长进入近、成、过熟林的比例较低，且采伐、改造等经营活动造成中幼龄林的减少量大于由天然更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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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演替新增的幼龄林补充为近、成、过熟林的数量。因此，要严格控制天然林采伐，加大中幼龄林的培育与

管护力度，积极促进天然林更新，从而增加近、成、过熟林的比例。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广东省天然林资源逐步恢复，但保护形势仍严峻
近３５ａ间，全省天然林资源处于逐步恢复的过程中，２００２年前恢复速度较快，但之后出现较大的下滑。

若按新的林分标准（郁闭度０．２以上）计算，全省天然林面积前后期分别为３７４．０３万ｈｍ２和３８１．８３万ｈｍ２，
仅增长了２．０８％，表明全省天然林面积实际处于３０多年前的水平。因此，需要加大保护力度，遏制并扭转
２００２年以来的下降势头。
４．２　广东省天然林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但仍有提升空间

天然阔叶林面积蓄积比例大幅上升，在全省正全面开展“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大好形势下，实施

针对天然林分改造和树种优化工程，仍能进一步提高天然阔叶林比例。天然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面积大幅

增加，林种结构已由商品林为主转变为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并重的格局，但仍有相当数量生态功能等级较高

的阔叶林仍属商品林，未来可划为生态公益林。近、成、过熟林的比重有较大提升，但仍较低，中幼龄林一直

是天然林的主体。因此，应重点加大对天然中幼林的抚育力度，控制近、成、过熟林的采伐，进一步优化林种

结构。天然林质量仍低于全国、世界平均水平，但在林种结构优化的同时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４．３　政府惠林政策促进天然林资源增长
以“十年绿化广东”决定、森林保护法律法规、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机制、林业生态工程等为代表的惠林

政策，有效提高了天然林资源的总量和质量，１９８５年后，天然林资源面积、蓄积、结构、质量迅速提升。但近
１０ａ天然林资源面积的下降趋势表明，要继续制定针对天然林恢复和保护的政策，科学规范各项措施的操作
办法，避免政策执行和操作不科学反而破坏天然林的现象。

４．４　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改变是广东省天然林资源变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森林资源作为当时资源经济发展的主要原料，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国

家开始大面积采伐天然林，就地再建人工林用于木材生产，大批天然林急剧减少，且不可逆转。１９５８年全国
大炼钢铁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滥砍滥伐，以及７０年代后期开放木材市场等政策刺激，导致６０—８０年代天
然林继续受到大面积采伐。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间，广东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变动造成了
严重的乱砍滥伐现象，木材价格混乱，计划外采伐逐年增加，超过计划指标的２～３倍。由于采伐或灾害等因
素造成损失的森林中，天然林占７６．０８％，导致全省天然林面积、蓄积分别下降１１．７１％和１８．４１％。随着林
业“三定”工作的深入进行，林农成为山林的主人，保护森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１９８５年“十年
绿化广东”要求一手抓开源，大力造林绿化、封山育林，一手抓节流，严格执行林木采伐，减少山林火灾，森林

逐渐由受到破坏转向恢复发展的轨道，到２００２年达到顶峰。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全省天然林面积有减少的趋
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十年广东省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速膨胀，重点项目对林地的需求造成部分天

然林被征占用；二是政府重视生态建设，陆续开展重点生态工程，在全省开展消灭荒山、低残林、林分改造等

工程，相当部分天然林分、天然疏林地、天然灌木林地通过人工植苗等方式变为人工林，在提高生态功能等级

的同时造成天然林减少。

４．５　应重视天然林保护措施的科学实施
一些地方实施林业生态工程时，存在急功近利、措施不当的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分类改造和经营的重

要性。对部分天然林未采取人工促进更新、封山育林等针对性改造手段，而是简单采用皆伐林分退化、低残

的天然林再植苗的方式，使其转变为人工阔叶林，甚至有借林相改造、残次林改造故意皆伐天然林取材的现

象。对天然林经营方式粗放，抚育间伐不够，有的为了取材采用“拔大毛”式的间伐。近年，有学者提出要采

用近自然林理论经营天然林，控制对天然林的改造强度，避免人工大面积砍伐天然林木、铲除天然植被、炼山

等高强度造林活动，最大限度保持天然林植被［２６２８］。同时，政府认识到天然林对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群

落结构稳定性、物种多样性，以及提高全省森林生态功能和森林碳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重视林业生态工

程和人工林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对天然林的建设和保护力度，其下降的势头逐渐得到控制。

６ 汪求来 ：　广东省天然林资源近３５年动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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